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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第二十一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講於新加坡 Orchid Country Club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前面說到密咒可以度五教人，昨天問《心經》到底說給誰聽的呢？它要度的對象有哪些人？那

什麼樣的根性的人適合來學《心經》？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眾生的根基有哪些。一般來說，眾生的根基的種類有三聚和五乘性。 

三聚性，那什麼是三聚性呢？那就是正定聚、邪定聚和不定聚。那正定聚是一定能夠證悟的，

因為已經斷盡煩惱得無漏，所以他一定能夠證悟菩提，這個我們稱為正定聚；那不定聚的話就是不

定性的，就是他不一定能夠證悟,為什麼不一定呢？就是他的屬性不一定，他如果遇到善緣的話，

他就能夠成為正定聚；如果遇到惡緣，他就成為邪定聚，他本身是不定的，所以我們就把他歸在不

定聚這一類；那邪定聚，就是屬於邪性的，譬如造五無間罪的，嚴重的十惡業的，這些邪性的眾

生，他是一定不能夠證悟的，那我們稱為邪定聚。所以結論就是正定聚是一定可以證悟的，不定聚

就不一定能夠證悟，那邪定聚是一定不能夠證悟的，不管你今天學佛修行花了多長時間，就是成佛

或者是開悟解脫非常的遙遠。 

這是所謂的三聚性，我們先瞭解，眾生的根基有三聚性。 

還有所謂的五乘性，五乘性我們就比較瞭解、比較常聽到：就是闡提性、不定種性、聲聞乘種

性、緣覺乘種性、還有大乘種性。我們常常聽說一闡提的眾生不能夠成佛，那到底能不能成佛，它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有的說他因為實在是很難，因為惡性重大，實在是很難成佛；可是又有一

派說：只要有佛性的眾生一定可以成佛，只是他成佛的時間可能非常遙遠，然後這個中間的那個過

程可能非常的辛苦，可是他最後終究有一天是能夠成佛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本來具足佛性；既然

具足佛性，佛性是每個人本自具足的嘛，既然有佛性，就一定能夠成佛，只是他的時間的遠近的差

別而已。 

所以第一個是闡提性，我們又稱為斷滅種性，就是斷滅如來種性，那這些人有什麼特徵呢？我

們觀察一下就知道，什麼稱為一闡提眾生的？ 

他第一個特徵就是說：他雖然看見輪回的種種過患，輪回有種種過患嘛；但是他卻生不起絲毫

的哀思之心，像我們《廣論》說要思惟三惡趣苦啊，然後在六道輪回當中只有苦沒有快樂。他雖然

聽見輪回的種種過患，但是他也不會生起絲毫想要解脫的心啊，他（說）苦就苦嘛，有什麼關係？

反正大家都苦啊，所以他沒有絲毫的那個哀思之心，這是第一個特徵。 

那第二個呢，他雖然聽聞佛有種種的功德，但是他卻生不起絲毫的信心。講到信心就非常的重

要，怎麼檢查自己有沒有信心？反正你還在尋尋覓覓的，那個都還沒有信心，你的心還不定，還想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二十一) 

第 2 页 共 10 页 

跑道場，還想找師父，還想找法門，還在尋找那個階段是沒有信心的；如果你有信心的話，你就安

住了，這個法門就這個法門，這個師父就這個師父，這個道場就這個道場，你的心能夠安。那可是

為什麼你要忙著跑道場、然後找師父、然後換法門呢？就表示你信心不夠嘛，不然就不用換了，對

不對？所以很簡單的檢查自己的方式，就是說你現在學佛修行不論你什麼法門，或者哪個道場哪個

師父，這個都不是重點；而是說你的心能不能安，如果你的心能夠安住在這個法門上，在這個聽經

聞法這個法義上面，你就是說，法能夠入心嘛，法入心的話，你才能夠跟法相應的那個法喜才能夠

生起來，你的心才能夠安定，有那個安定的作用。所以定不是修禪定才有定，那種心中的那一份安

定，它其實就是信心來的，那信心又跟我們的證悟有關，就是說你聽聞到哪裡，然後你學習到哪

裡，你思惟到哪裡，然後你修到哪裡，來決定你的心安的程度。如果說，我們常常說空性的智慧，

如果說你對空性的智慧有所了悟的話，你的心自然就定了嘛。 

或者我們常常說一切本自具足，如果說你可以發現：我找到了半天，無量劫以來都在找，到底

在找什麼？除非你找到了你的心才安。就是我們昨天說，來怎麼檢查自己到底有沒有開悟呢？到底

有沒有證悟？就是說發現，哦，原來法爾如是，本來就是這樣，原來一切的寶貝都在我們家，是本

自具足，誒，我之前怎麼就沒看見呢？所以因為沒看見，所以你在外面找得很辛苦，找了半天才發

現原來一直都在自己的家裏，從來沒有丟掉過，所以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的心安。沒有找到自家的寶

貝之前，就是沒有辦法心安。 

那現在講的這個闡提性，他就從頭到尾都是沒信心；你跟他講什麼都沒有用，他就聽完就耳邊

風，就過去，一陣風就吹過了，都不會種到他的那個八識田裏面成為善根的種子。所以我們才會說

他是斷滅如來種性的，你跟他說如來的種種功德，他就沒有絲毫的心；然後也沒有想說：我要好好

的向佛學習啦，或者是跟佛一樣開悟解脫啦，從來都沒有這樣的想法。主要說，那個是…，佛法是

一回事，我在紅塵裏又是一回事；所以那個信心都沒有辦法生起來，這個是第二個特徵。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沒有慚愧的心、沒有羞恥心，就是我們所謂的無慚無愧。對自己沒有羞

恥，然後對其他的人他也無所謂，不怕別人的批評。像我們都會很在乎人家看我們的眼光，或者我

有沒有做錯事情？我會不會做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別人、對不起社會國家甚至破壞地球、染汙地球

的事情。所以一個有慚愧心的人他就會對自己負責，他一點點動那個不好的念頭啦，他就會生慚愧

的心，講錯一句話他自己難過好久，你都不用責備他，他自己責備自己，他就已經不放過自己了，

這是有強度的羞恥心的人、慚愧心的人，他對自己會心生慚愧，自己做錯了事會懺悔，然後對別人

他也會有所交代，也不會做對不起別人的事情，如果萬一有做錯，他也會慚愧，這個是一個有慚愧

心的人。 

可是我們現在講闡提性的，他是做錯事情也是臉不紅氣不喘，然後還為自己辯護，然後講話很

大聲這樣子，這就是絲毫沒有慚愧羞恥的心，那當然也沒有慈悲的心。他每天想的就是怎麼樣為自

己，讓自己獲利更多啦，讓自己活得更好，或者是，都站在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很少去考慮到別

人的感受，或者是有沒有傷害到別人啦，有沒有讓人家的利益受損啦，這個就比較少考慮，所以他

是比較沒有慈悲心的人。然後他造下種種的罪業呢，也沒有絲毫憂悔的心。像我們都會要懺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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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很懊惱、追悔啊，他也不會 。 

所以具有這樣的一個特徵的，我們就知道他屬於一闡提的，斷滅種性的，這樣的一個種性；所

以我們才會說他那個成佛的時間非常的遙遠，而且非常的艱難，為什麼？因為他就是也沒有信心，

然後做錯事也不悔改嘛，所以你說要斷十惡業、行十善業，他也很難啊；所以雖然他具有佛性，但

是就是開悟的時間可能要很久很久、很久遠。所以並不是說他們已經完全斷滅了成佛的可能，只是

說他在輪回當中流轉的時間非常的長遠、而且非常的艱難而已，並不是絕對不能成佛，還是可以，

因為他具有佛性。 

第二個是不定種性，這個就是指會隨著環境或者是外境而轉變的人，那這類的人如果他和聲聞

的人來往或者是學習的話，他就會成為聲聞乘，等下會講到聲聞乘的種性。譬如說他今天如果接觸

的他的那個同參道友都是學小乘法門的、南傳佛教小乘法門的，或者他聽聞、接觸道場和師父都是

傳播那個小乘法門的，他就會成為聲聞乘的種性；那如果今天他遇到是緣覺性的，和緣覺乘的人來

往、學習，他就會成為緣覺性的種類、的種性；那如果他今天接觸的是大乘、聽聞的是大乘法門，

然後他的同參道友都是修大乘的，或者是聽聞的都是大乘的佛法，他就會成為大乘種性；所以我們

說他是不定的種姓，他可能成為聲聞、可能成為緣覺、可能成為大乘，是不一定的，由外在的環

境，還有接觸的人來決定他會成為什麼樣的種性。 

那第三種聲聞種性，聲聞種性我們之前有稍微介紹了一下，上一次來的時候，有說什麼樣是小

乘人，還記得嗎？我們說了還蠻多的，小乘人，他的那個的特徵，就講到說那個非常害怕輪回的，

看見輪回有這麼多的過患、輪回這麼苦，他就說“絕對不要再來了，絕對這一世就要解脫”，這是

第一個小乘聲聞種性的特徵，就是他非常害怕輪回，他看到輪回種種的苦，他就起大怖畏、大怖畏

的心，就是要趕快解脫，所以他是欣樂涅槃，想要最快速的解脫，要離苦得樂。輪回是苦的，所以

他要怎麼樣？他要捨棄…，然後欣樂什麼？涅槃。 

那第三個就是他慈心非常的小，對於菩薩道、利生的事業呢，他沒有很好樂，然後也不喜歡參

加，不喜歡參與或者是從事利生的事。就是說：我們大家一起來來怎麼，哪邊要辦什麼法會啊，我

們大家來做義工啊，或什麼…，就是對於利益眾生的事情他很少參與。因為我們知道菩薩事業就是

需要大眾來共同成就的嘛，任何一個環節都需要很多的人力或者是財力；可是這類眾生他就是沒有

很好樂來參與，為什麼？因為他一心一意想要趕快解脫，然後要攀緣那麼多外緣，會可能會障礙他

的解脫，可能是這個中間可能又會生煩惱啦，然後又會造業啊，又是障礙自己的什麼？戒定慧，所

以乾脆全部都不參加，全部拒絕，一心一意只要怎麼樣？趕快證得涅槃就好，所以他的想法是這

樣，所以他會遠離大眾，過自己清淨的生活。這就是下面的那個緣覺種性的，他厭離輪回，欣樂涅

槃，還有慈悲心小，這個跟剛才講的聲聞種性是一樣的；然後他還加上傲慢心大，然後喜歡一個人

住，喜歡獨居，居住在那個阿蘭若處，最好是遠離人群，因為這樣子能夠減少很多的煩惱，也不會

讓自己有很多造業的機會，然後障礙自己的解脫，這就是緣覺種性。 

那大乘種性的呢？他們分為兩種：一種是自性住種，一個習所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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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住種，就是說他能夠自己很快的，就能夠讓佛法能夠很快地增長然後成熟，善根很快的，

這個是他過去世所謂的善根深厚的，因為無量劫以來他可能都是行大乘的，都是走大乘的法門，然

後行的都是菩薩道，所以他這一世再來，他很自然的，就是大乘種性。可能他無量劫以來，都生生

世世行菩薩道已經非常久遠了、已經非常久；所以這個天生他就是會修，然後天生他就是會很快就

怎麼樣？就開悟，這就跟他過去的宿世所種的善根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有些人他這一世來，好像學

佛修行沒有很困難，他聽聞佛法就是一聽就懂，然後也很多時間也有那個福報來修行，然後修得也

非常好，然後沒有花很多時間、吃很多苦啊，什麼行苦行才能夠…，也不會，他看起來也是沒有在

修行上吃很多的苦；可是對他來講行菩薩道好像就是很自然的事、然後很簡單的事情，也沒有這麼

辛苦的事情——這個就是屬於自性住種，就是因為他從無始以來呢，就已經對這個大乘法門、還有

這個菩薩道非常非常的熟悉，所有這一世他自己就可以讓那個佛法善根不斷不斷地增長。 

可是第二種，習所成種呢，他就會比較辛苦，他硬要通過聽聞，聞思修，長久、長時間不斷不

斷地熏修，他才可能成為那個大乘種性，是比較成熟的這種大乘的種性，這個就是習所成種，需要

勤修善根才能夠讓佛法不斷的增長、善根增長、佛法不斷地增長、修行增長，然後慢慢的成就——

這個就是所謂的習所成種，是勤修善根所得的結果，而不是好像天生就對大乘法門很熟悉，所以還

是有這兩種的差別，大乘種性。 

所以看看自己，覺得菩薩道很難的，然後雖然很好樂，可是覺得說：有點辛苦啊，然後有點困

難啊，那大概就是還是要加倍、加倍的熏修；那個天生就覺得說一點都不困難的，理所當然的，那

就是因為他過去世已經行菩薩道非常久了，然後修大乘法門也非常久，宿世的因緣是這樣子，所以

他會比較容易成就、比較快速，然後不用經過很長時間，或者是很長時間的熏修，為什麼？因為他

看經典就是在復習嘛，很簡單，過去就已經很熟悉了嘛，現在拿起來就是復習一下，所以當然是很

簡單，很輕而易舉就能夠成就的。 

好，所以我們都希望是，這五種這個種性希望都是大乘種性嘛，所以我們希望能離開怎麼樣障

礙我們成為大乘種性的這種因緣，然後能夠具足大乘種性的這樣的一個順緣。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要依什麼樣的因緣才能夠開發本來就具備的大乘種性。 

內具的大乘種性，就是其實我們本自具足嘛，佛性本自具足，大乘種性在我們的八識田的種子

也是本自具足；要不然我們是怎麼樣熏都應該熏不出大乘種性來嘛。可見它也是本來就有的，只是

說你的違緣比較多還是順緣比較多，違緣就是違背的因緣，讓我們的大乘種性沒有辦法開顯的，雖

然你本來有，但是你就是一直沒有那個緣啊，所以很難讓你本來有的那個大乘種性能夠被開發出

來。所以有哪一些違緣呢？我們希望能夠遠離。 

所以遠離的違緣，第一個，生在無暇之處，就是生在沒有閒暇修行的地方，沒有機會聽聞佛

法，沒有辦法好好地修行，沒有閒暇來修行的這個地方。我們都念過《廣論》，知道八無暇嘛，八

種沒有閒暇修行、學佛修行的地方。第一個，希望能夠遠離這樣的違緣。 

第二個呢，就是他的違緣是什麼？就是沒有任何學佛的習氣，就是紅塵的習氣很重，紅塵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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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熟悉；但是一聽經聞法他就打瞌睡、打哈欠，要不然就睡著了，一打坐也就是睡著了。可是紅

塵俗事那個吃喝玩樂的事情呢，他就，哇！精神百倍，像這種也是一種違緣，也是沒有機會讓我們

本有的那個大乘種性能夠被熏發出來。所以我們在他身上，雖然有所謂的佛裏佛氣，因為學佛的人

學到最後就是滿口的佛話，一開口閉口就是空啊什麼的，聽得好討厭，對不對？一般人。那個就是

他已經有佛裏佛氣，他有學佛的習氣了。 

現在我們就生怕他沒有學佛的習氣，他講的都是紅塵俗事，哎呀股票啊什麼投資啊，哇！好

熟！可是一講到佛法就…，眼睛慢慢失去了對焦的能力。所以佛裏佛氣雖然是有時候讓人家好討

厭；可是現在講的習氣，就是說至少要有一些、薰染一些佛法的那個習氣嘛，在你身上。所以有些

人一看，哦！那個是修密教的，對不對？因為他有密教的習氣；那個一看，哎呀，一貫道的，因為

他看起來就有道清的習氣；或者有一些練瑜伽，你一看也看得出來，那就是說他已經有那個…，他

學習什麼法門或者熏修什麼內容，在他身上就無形當中就會散發一種習氣。那現在講這個違緣，就

是說在他身上從頭到尾，從裏到外都找不到佛法的氣息就對了。 

第三個，就是趨入邪道。就是他碰來碰去呢都是邪師惡友，所以他一直沒有辦法趨入正法、趨

入正道。他一直趨入的那個就是邪道。就是我們說，他雖然想要學佛，可是碰來碰去，因為我們知

道現在很多新興宗教嘛，很多相似法嘛，他也說他在講佛法；可是真正明白佛法的人就知道他不

是，我們以佛法的立場，就說那個是外道嘛。就是碰來碰去就碰到外道的朋友、然後外道的師父

啊、然後接近的也是外道的那些宮廟啊，或者是什麼道場啊，所以它也算是一個違緣，雖然你很

想。 

其實每個人內心都會想要…，你看想說，這一世就是一直在找嘛，你到底在找什麼？你有想過

嗎？你到底在尋尋覓覓，你到底在找什麼？有沒有？從小到大內心有一股力量就是好像要找到什

麼，好像要抓到什麼。那個找的力量其實就是我們本來每個眾生內心本來就有的那個，就是我們現

在知道要找的是回家的路，回歸自性的路，要找到真正的家，那個就是我們自性的家，一切法的源

頭，這才是真正的回家，而不是現在世俗的家，那個是什麼？生滅無常的嘛，不曉得什麼時候地震

啊風災啊，也是會毀壞，可是我們那個自性是怎樣？本不生滅、本不動搖、本來清淨、本自具足的

嘛，那個才是永恆的處所，我們心靈本來就應該待在那個地方，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們心不安？就是

因為你沒有找到那個根本的家、本來的家。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說每個人他內在都有衝動，或者是那個想要尋求那個心，可能年輕的時候不

知道他在找什麼，所以他會以為成家立業就是他要找到的人生的目標，結果他從出生到死亡，他如

果沒有找到佛法，或是沒有找到一條回歸自性的路的話，他還是怎樣？遺憾終生然後就死了。所以

能夠真正找到這個源頭、自性的源頭的話，除非你接觸佛教，然後聽聞佛法，然後如理的修行，才

可能到達。 

那麼我們現在講的違緣就是，雖然他內在好像要找一個什麼，讓他的心能夠真正安定的那股力

量，可是他一直沒有那個因緣，碰來碰去都是心外求法的，沒有辦法真正回歸到自性的那個法門或

者那個知見，他沒有機會聽聞；所以雖然本來具足大乘種性，但是沒有機會發芽、生根，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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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它歸在違緣，障礙我們那個菩提自性開發的那個因緣。那還有呢，就是曾經造下很重的業，它

也是一種障道的因緣，就是譬如我們剛才講的破根本罪啦、或者謗法罪，我們看完《廣論》就知

道，謗法的業也很重，還有小乘的所謂的五逆重罪啊，這些都是比較嚴重障道的因緣，所以這些業

障障礙在那裏的話，我們那個大乘種性也很難開顯。所以這四種就是開發我們內具大乘種性的違

緣，我們希望能夠遠離。 

那我們希望具備順緣，所以要親近順緣，順緣就是希望能夠聽聞嘛，聽聞到大乘的佛法，那我

們那個本有的才能夠被開發出來啊，所以要遇見那些開示正法的人為助伴，這個是外緣來講，希望

能夠來宣說那個大乘法門的，這樣的師父啊，或者親近這樣的道場啊、這樣的同參道友啊、同行善

知識也是很重要的，可以互相鼓勵嘛，這是外緣。 

那內緣來講呢，就是我們心意呢，也能夠如法的去和種種善法善行相應。就說今天雖然你有機

會聽聞佛法，但是如果你內心不相應的話，也是沒辦法，所以內緣也很重要。外緣很重要，內緣也

重要，這樣內外才能夠相應，所以內緣就是我們自己本身呢，要能夠行五戒啊十善啊，要發菩提心

啊、行六度啊、十波羅蜜啊等等，這些大乘法的內容，我們也要如理的思惟、然後如理的去實踐，

要實修實證這些大乘法門、還有大乘種種的法教的內容，自己本身的心也要跟它相應，然後去的把

它實踐出來，這樣我們大乘的種性才能被開發出來。 

好。那大乘種性到底有哪些徵兆呢？我們看看我們自己是不是具備、已經具備了這樣的大乘種

性？ 

那在《十法經》裏面講到：“無暴戾粗惡，誠實正直不欺騙，慈愛眾有情，此是菩薩種”，這

就是大乘菩薩的種性，他具備這幾個徵兆，“無暴戾”就是沒有暴戾之氣，然後言語也不粗惡，

“誠實正直不欺騙”，這就講到那個無暴戾粗惡，就是講到我們的身業跟語業是非常的調柔、謙和

的，我們說身段要柔軟，話語要柔軟，然後沒有諂曲心，就是正直嘛，然後沒有欺誑的心，這就是

不欺騙，那對各種眾生自然會十分的慈愛、十分的慈悲，這就是慈愛眾有情，對一切的眾生很自然

地、是發自內心很自然會去護念眾生，去關懷眾生，然後去幫助眾生，對他來講是很自然的事，不

用別人勸，也不用自己勸自己，勸了半天還沒有很心甘情願地去做，這就不是菩薩的種性。就是很

自然，他天生就是很自然的，就做幫助眾生的事，天生就是對一切眾生非常的慈愛。  

那另外《莊嚴經論》也說：“作業之前起悲心，仰慕大乘具堪忍，於諸善業能奉行，此為菩薩

種性兆”，菩薩種性的徵兆也是有這些。“作業之前”，就是在進行任何的作業，或是接觸大眾的

時候呢，首先就會以慈悲心替眾生著想，意思是這樣，“作業之前起悲心”。然後對大乘法門也是

十分的仰慕、喜愛，就是有些人他一聽到大乘他就非常的相應，尤其是有關空性的智慧、無我空性

的智慧，他就“哦！這個就是我要找的啊！”，馬上就相應了，這個就是大乘種性的徵兆，對大乘

的法門，他很好樂去修，聽了馬上相應、然後馬上修，所以他很快就能夠成就。對難行的菩薩法，

也是難行能行，他能夠不計較得失地去承擔大乘，就是說荷擔如來家業嘛，把一切眾生的那個重擔

怎麼樣？一肩挑起，然後不會覺得很沉重。自性眾生誓願度嘛，自性當中的眾生我誓願一切度盡，

就是我們昨天講，一切眾生都不在外面嘛，其實都在我們心裏面，大海在小水滴裏面，所以我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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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裏面的眾生誓願怎麼樣？度盡一切自性的眾生，不會覺得很那個困難啦，然後覺得很難忍啦。所

以對那個大乘菩薩種性的，他沒有什麼忍辱這件事，就是忍辱這件事對他來講是絲毫沒有困難的。

我們都說：哎呀，不能發脾氣要忍，然後那個人家對不起你要忍，然後這個要忍，那個要忍，好難

啊！哪一天就爆發了，對不對？那他就不是大乘種性。 

大乘種性他也是，剛才講了天生他就是很謙卑很柔和，他就是有一顆柔軟的心嘛，講話也柔

軟，身段也柔軟，然後對他來講，沒有什麼忍辱這件事，本來就是理所當然，那個眾生無理取鬧理

所當然，眾生不能夠理解大乘理所當然，眾生不聽勸理所當然，對不對？全部本來就是這樣，因為

他，尤其是他沒有種子，你叫他怎麼生現行？因為我們知道一切種子都是熏修到八識田的嘛。那他

沒有聽聞佛法之前，他的種子都還沒種進去啊，你跟他說這個不可以，那個不可以，要這樣做，要

那樣做；可是他種子裏面還沒有，你們要講的這些種子他都沒有，你叫他怎麼起現行？所以我們任

何的一個身口意都是要有種子生現行，你才會這樣子想，這樣說這樣做嘛，那都是種子生現行；可

是你沒有耐心先去耕耘，找一片肥沃的地先讓他耕耘，先播種，陽光、空氣、水啊，然後慢慢很有

耐心地、很有愛心地每天灑慈悲的水，有愛心，慢慢慢慢地讓他發芽嘛，慢慢地茁壯，哦，然後才

能夠成為一棵大樹，然後開花結果，也就是說過程都要非常非常有耐心，那個耐心就是忍辱的基

本，叫做耐心啊。這個沒有耐心，做事沒有耐心，這個要快快快，沒有耐心的都很難行菩薩道，所

以他忍辱波羅蜜很難成就，忍辱波羅蜜講白話，就是非常有耐心的意思。 

他不需要忍耐，本來就是這樣，眾生本來就是無明嘛，不然每個都叫佛了嘛，叫眾生就是因為

他無明還很重才叫眾生嘛，有見惑有思惑有塵沙惑有無明，五十一品無明，你叫他怎麼聽得懂你講

的是什麼？聽不懂也是理所當然，所以你不可以不耐煩。所以同樣的話講一百遍，種子就種下去了

嘛，再聽不懂講一千遍，種子也種下去了，那個叫耐心。就是行菩薩道，一定要非常非常有耐心，

同樣的話一直講一直講，都沒關係，不會生氣哦，不會委屈哦，沒有一肚子氣、一肚子火，統統都

沒有。 

現在講到這個重點就是，他會把一切眾生的那個重擔然後自己一肩挑，一肩挑起，他不會覺得

說很重。無量無邊的眾生呐，度到什麼時候？對他來說是沒有這個問題；眾生很難度，沒有這個問

題；菩薩道很難行，沒有這個問題。對他來講都是很簡單，而且都是理所當然，本來就是這樣的

啊，為什麼，因為他是大乘種性，因為他無量劫已經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很久了。所以對他來講

都是理所當然，而且很容易就成就的事情，沒有那麼委屈，沒有那麼難，也沒有那麼多問題，不用

考慮這麼多，就是去做就對了，所以就沒有什麼難的嘛。 

現在就在講到這個堪忍，堪忍就是你能夠忍耐叫做堪忍，忍耐就是修忍辱嘛。也不用修忍辱，

為什麼？沒有一個忍辱的我，沒有忍辱的對象，也沒有忍辱這件事，不是嗎？三輪體空嘛，沒有！

根本不需要忍辱，所以忍辱自性也是空的，本來六度十波羅蜜自性都是空的嘛，對不對？既然自性

是空的，所以沒什麼好計較的，就去做就好了，沒有那麼難，真的沒有這麼難。 

所以這邊講到，對難行的菩薩法，能夠不計得失的很勇敢的去承擔，而且能夠堪忍，然後不會

喊“好累啊、好苦啊、好難啊”，都沒有這些話出來，然後和波羅蜜相應的善法呢也能夠隨時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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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什麼五戒十善啊，然後什麼六度啊、十波羅蜜啊這些，和波羅蜜相應的這些

法，他都能夠依教奉行，就是最後一句“於諸善業能奉行”，對他來講也沒有什麼困難。 

因為還是有很多人怕破戒不敢去受戒，那個是持戒對他來講是有點困難的，可是具有大乘種性

的（人）不管什麼戒，很勇敢的去受，然後很精進地來持，所以菩薩戒沒有什麼困難啦，就是不忘

失菩提心，這點做到，其他大概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忘失菩提心就破了菩薩根本戒了，就說“這個

不要度，那個不要度，眾生很難度”，這樣就已經破戒了，失去了菩提心你就馬上退墮到小乘，小

乘和大乘的差別就是有沒有菩提心嘛，沒有菩提心就是小乘，有菩提心就是大乘。那你退失菩提心

忘失菩提心，你就是小乘啊，所以就沒有資格當大乘的人。 

瞭解了三聚跟五乘性之後呢，我們就能夠明白《心經》到底是說給誰聽的？還記得嗎？剛才那

個三聚性嘛，在三聚性當中呢，“正為不定，兼為正定，及為邪定”，三聚性來說還記得嗎？第一

個是正定聚，第二個是不定聚，第三個是邪定聚。那你說《心經》到底說給誰聽？這個三聚性來

講，它正為不定性來說的，正跟兼知道吧？真正要度的是不定性，然後兼為正定聚的眾生說。那已

經正定聚了，為什麼還要說《心經》？就是讓他們增長妙行，讓這個正定聚的眾生能夠增長妙行，

為他們說《心經》。還有為邪定聚的眾生說《心經》是作遠因緣，因為我們分成近因、遠因、還有

極遠因，邪定聚的眾生是極遠因。我們剛才說一闡提的，他要成佛路途很遙遠，而且非常的艱辛

嘛，對不對？所以只能為他們作遠因緣，那現在講的邪定聚也是，等一下講的闡提性也是，為他們

作遠因緣，因為他們成佛的因緣非常的遙遠，對他們來講是極遠因。 

可是對大乘種性的，或者現在講正定聚的，他就是近因、成佛的近因，就非常的快速。那小乘

就是遠因、聲聞乘的是遠因。闡提性的或者邪定聚的是屬於極遠因。好像沒有寫哈，沒有寫出來？

好，很容易啦，大乘種性就是、正定聚的是成佛的近因，比較接近嘛。那小乘的種性因為還要讓他

回小向大，還要說半天，我們昨天講的嘛，那個三時，分成不同的階段來講，還有初轉中轉後轉，

就是先讓那個凡夫跟外道能夠接觸佛法，能夠先進入佛法；那小乘呢能夠轉向大乘、回小向大；然

後大乘權教菩薩又能轉為實教菩薩。所以對這個凡夫外道啊小乘來講，他的怎麼樣？成佛的因就比

較遙遠嘛，所以叫遠因；那本來就具足大乘種性的還有正定聚的他就比較快，所以他是近因，所以

現在呢，《心經》是為三聚性的眾生，正為不定。 

因為我們前面看《心經》呢，如果會背的話就知道，你看它的內容，它就是為凡夫還有那個外

道，破他們的遍計，著在空或者是有，破他們的遍計所執；然後令小乘的能夠回小向大，趨入大

乘；然後讓權教的菩薩能夠不迷於空，令三乘人能夠入一乘的中道。就是那個《心經》的內容都是

在講什麼“捨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全部都是講給三聚性的眾生

聽的，所以我們就知道它是正為不定，兼為正定還有邪定。正定是讓他增長妙行；然後邪定呢，是

讓他能夠作遠因緣、成佛的極遠因。 

那五乘性來說呢，正被如來種性，這就是剛才講的正定聚，大乘種性，他是成佛的近因，所以

《心經》要度的就是如來種性，還有不定性。以五乘性來說，正被如來種性及不定性。不定性就是

有我們剛才講，他的因緣看他是會成為大乘種性、還是聲聞種性、還是緣覺種性，如果他能夠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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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種性的話，就是成佛的近因；如果是熏習聲聞、緣覺小乘的，他就會成為成佛的遠因，所以他

的不定性，成佛有近因也有遠因。然後兼為餘性，就是邪定聚的，或者講闡提性的，為這樣的眾生

作遠因緣，因為他們斷滅如來種性，所以他成佛的那個時間非常的遙遠，所以為他們作極遠因。 

所以結論就是：只要具備佛性的、般若性的，都是《心經》要什麼？度化的對象，所以我們說

它所被機宜，就是說《心經》想要度化的對象呢，就是一切眾生，從凡夫外道啦，然後到聲聞緣

覺，到大乘，包含那個一闡提，斷滅種性的，都沒有怎麼？放棄。 

所以我們知道，佛一定是菩提心非常圓滿，心不會棄捨任何一個眾生。所以我們剛才講什麼樣

的情況下破菩薩戒的根本戒呢？就是你的心棄捨任何一個眾生哦，然後忘失菩提心，在任何一個因

緣下，任何情況之下你怎麼樣？忘失菩提心，你的心不是菩提心，當下不是，沒有把菩提心裝在你

的心裏，忘失掉菩提心這件事情，那個當下，你做事情的當下，講話的當下，起心動念的當下，你

忘失菩提心，破菩薩戒的根本戒，心棄捨任何一個眾生，犯菩薩戒的根本戒，所以它是菩提心是，

從頭到尾一定要在的，任何情況之下一定要有的。 

所以你說菩薩戒好不好持，好持啊，就持一個就好了，因為你有菩提心，其他都不會犯了。其

他的戒都是小小戒，雖然有根本戒；可是對於菩提心來講，如果說你可以隨時都不忘失菩提心，隨

時都…，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棄捨任何一個眾生，你菩提心就慢慢圓滿了嘛，你還會不會殺生、偷

盜？不會嘛，你給都來不及了，怎麼會偷盜呢？佈施都來不及供養都來不及，對不對？你也不忍心

殺嘛，你有慈悲心這麼強，菩提心都有了，不可能做傷害眾生的事，所以你絕對不可能殺生嘛，對

不對？護念眾生都來不及，希望一切眾生都趕快成就，你怎麼可能會去殺生呢？就不會了嘛，所以

他是很自然地就持戒清淨。只要有菩提心，我們說消業障最快，積聚資糧最快的原因就在這裏，斷

我執最快的原因就是你念念都是眾生，我在哪裡？沒有地方放我了嘛，對不對？因為心都裝滿了無

量無邊的眾生，已經沒位置了，所以這個大海就回歸到你這個小水滴了嘛，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不難啊，你把一切眾生都裝到你心裏就對了，本來就是你自性的眾生嘛，你要把他丟

掉哪裡去呢？十法界之外嗎？也沒有啊，十法界也在你的心裏嘛，對不對？十法界也在你的心裏

啊，你要往哪裡丟呢？無量無邊的法界全部都在你的心裏，你要丟到哪裡去？所以不知道。所以就

不可能捨棄任何一個眾生嘛，因為本來就在你的心裏面，你要怎麼丟？丟不掉的！趕快心甘情願的

發願度盡一切眾生就對了，這樣菩提心很快就圓滿。 

其實卡就卡在那個“我”啦，本來沒有我嘛，《百法》就一直跟你講“一切法本來無我”，有

為法無為法，一切都是無我的，所以知見很重要，然後實修實證更重要，就是說所有聽聞的佛法你

都要證到才算嘛，不然就是口頭禪，講得很高，然後都沒有做到。 

好，那《心經》所被的機宜就是一切眾生。只要具有佛性的都能夠成佛，雖然有近因、遠因、

極遠因的差別。 

好，最後講前面的顯說般若，那個“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它就

對應整個《心經》哦，從“觀自在菩薩”開始，就這個五句密咒包含了整個《心經》，我們知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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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都有序分，正宗分，還有流通分嘛。所以序分就是：“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

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是第一個“揭諦”，這是序分。 

接下來就是正宗分：“捨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第二個“揭諦”。 

“捨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個是“波羅揭諦”，“揭諦揭

諦，波羅揭諦”第三句，就是從“捨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接下來就是“波羅僧揭諦”嘛，“波羅僧揭諦”就是《心經》的“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

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然後“菩提”就是從那個“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遠離……”一直到“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就現在的“菩

提”。 

那“薩婆訶”這個就是流通分了。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所以“薩婆訶”就是“故知般若

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

蜜多咒，即說咒曰”，然後就“‘揭諦揭諦，波羅揭諦……’。”這樣連得起來嗎？所以最後流通

分就是從“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一直到“即說咒曰”，這個是流通分，然後

就是這個五句密咒了嘛。這樣聽明白嗎？ 

所以這五句就是講整個《心經》的內容，相對應就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也可以把這個五咒來對應《心經》的經題，《心經》的經題叫什麼？《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嘛，對不對？前面兩個“揭諦揭諦”就是般若；“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這兩句就是波羅蜜

多；“菩提薩婆訶”就是心經。所以這五句又可以對應《心經》的經題來說。 

所以我們就知道，經就是顯咒，咒就是密經，這樣聽得懂嗎？經就是顯咒，咒就是密經。這樣

顯密融通，就把第一義的《心經》徹底說清楚了，所以它是顯密圓通，說是《心經》，其實它是顯

的咒，有沒有？我們剛才說，前面是顯說，後面是密說嘛，所以你前面顯說的時候，它其實是顯

咒；後面密說的時候，是咒，但是它是密經。就是顯密融通的意思。 

這樣就把這個《心經》告一個段落，這個段落是顯教的解釋。那我們從下一次來，要講密教怎

麼樣來解釋《心經》的內容，密教又包含了一切法在裏面，那我們下一次再繼續的解說。所以到現

在為止就是顯教的《心經》講完了。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